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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针对家具产业链中存在的信息孤岛、供应链不透明等问题，探索了一种基于知识图谱的家具产业

链构建方法。首先，我们采用品类划分法结合家具产业特征将家具产业知识和家具产业链节点进行梳理

与整合；其次，我们引入了实体识别与关系建模的发方法，通过利用知识图谱技术，对家具产业链中的

关键实体进行精准识别，并建模知识实体之间的关系与属性网络，同时运用智能化决策与优化算法，为

不同产业提供高效决策建议，从而推动家具产业链的创新发展；最后以坐具品类为例，验证了该方法显

著提高了家具产业链信息处理速度和准确性，进一步推动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在创新方面取得了积

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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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information island and opaque supply chain in furniture industry chain, 
this paper explores a method of furniture industry chain construction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rf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4.142137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4.142137
https://www.hanspub.org/


武倩倩 等 
 

 

DOI: 10.12677/orf.2024.142137 315 运筹与模糊学 
 

First of all, we use the category division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rniture 
industry to sort out and integrate the furniture industry knowledge and furniture industry chain 
nodes; secondly, we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method of entity recognition and relationship 
modeling. By using knowledge graph technology, we accurately identify key entities in the furni-
ture industry chain, and model the relationship and attribute network among knowledge entities. 
At the same time,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and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are used to provide ef-
ficient decision-making suggestions for different industr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urniture industry chain. Finally, taking the furniture category as an example, 
it is verified that the method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peed and accura-
cy of the furniture industry chain, further promotes th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us achieves positive results i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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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家具产业作为制造业的关键领域面临着信息孤岛、供应链不透明等多重

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对家具产业链的运营效率构成了影响，同时也成为创新和发展的制约因素。为了应

对这一现状，研究者们日益关注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致力于构建更为高效、智能的家具产业链。

在这个背景下，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基于知识图谱的方法，重新塑造家具产业链，以提高信息处理速度

和准确性，并推动资源的更加合理配置，从而促进家具产业链的创新发展。 

2. 研究现状和内容 

知识图谱的发展势头迅猛，已经成为高效整合大规模数据、支撑语义智能搜索和促进知识互联的基

础。近年来，它在医疗、金融、农业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1]。在领域知识图谱构建方法方面，研究者

们提出了多种创新方法。以农业为例，许多学者提出了一种专注于实现精准施肥的时空多模态知识图谱

构建方法[2]。另外，针对在线评论数据，李叶叶等人提出了基于多源异构数据挖掘的知识图谱构建方法

[3]。在电力领域，蒲天骄等研究者通过结构化方式构建了电力系统中概念、实体、事件及其关系的知识

图谱[4]。而在金融领域，基于领域语言模型的方法不仅提出了知识分类、抽取、融合等文本处理方式，

还成功构建了金融产业知识图谱[5]。这些方法的提出不仅为各领域的知识图谱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同

时也展示了知识图谱在不同领域的广泛适用性。现有研究在知识图谱的构建和个性化应用方面已经取得

了显著的进展。然而，就家具领域而言，目前尚未见到完备的知识图谱构建，大部分研究将领域知识图

谱与产业链切割开来，未能有效地实现对家具产业链的系统性和整合性研究。因此，提出将知识图谱方

法引入家具产业领域，结合互联网技术，以深入研究家具产业链的构建方法，为实现家具产业链的全面

理解和高效管理提供新的途径。 

3. 基于知识图谱的家具产业链构建技术流程 

在家具领域，知识类型的多样性，既包括非结构化的数据，也包含半结构化的信息，具有强烈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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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同时服务于广泛的产业用户。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家具产业链独特的特征属性，我们采用了人工获

取方式，通过专家访谈和多源数据收集，获取了家具设计领域的多样知识数据。整个构建过程涵盖六个

关键步骤，包括知识获取、本体定义、知识抽取、知识融合、知识储存和知识应用，同时结合专家访谈

的见解，最终塑造了家具设计领域的知识图谱，详细的构建流程(见图 1)。 
在这一过程中，数据采集与清洗环节显得尤为关键。首先，我们以人工获取为主，通过专家访谈和

多源数据收集，获取了原始的家具设计领域数据。在这一步骤中，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至关重要，

以确保建立的知识库具备代表性和广泛覆盖性。接着，进行了数据清洗，包括对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

据的处理，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标准化。清洗过程涉及去除噪音和冗余数据，同时对数据进行格式化，

以满足知识图谱的建模需求。 
在知识抽取与融合方面，知识抽取采用了多种策略，将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知识数据转化为结构

化的知识节点，涵盖了实体、关系和属性的详细细分。这有助于更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家具产的核心信息。

至于知识融合，我们进行了概念层和本体层的融合，以确保知识的全面性和一致性。最终，通过按照三

元组格式将结构化的知识节点存储在家具领域知识库中，最终构建成一个高度结构化和可查询的知识图

谱，这一方法流程强调了在构建过程中对数据的精确采集和有效清洗的至关重要性，为更好地理解和应

用家具产业链中的关键知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Figure 1. Technical process of furniture industry chain construction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 
图 1. 基于知识图谱的家具产业链构建技术流程 

 
在进行家具产业本体定义时，将家具品类作为本体概念进行了明确定义。鉴于同一概念存在多种表

述术语，选择以 2021 年实施的《家具工业术语》[6]为分类依据进行知识抽取。这一选用不仅具备实用性，

同时强调了科学性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鉴于家具产业的广泛涵盖和行业责任的重要性，我们进行了以

产业链为主轴的逻辑结构梳理，通过结合家具领域的国家标准、专业书籍以及专家访谈等多方面的信息，

对家具产业链中的实体进行了分类梳理与分层规划，充分考虑了家具产业的广度和行业责任的重要性，

以确保对家具产业链的全面理解，为深入的知识整合和系统性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4. 家具品类划分与产业链结构分层规划 

4.1. 家具品类划分 

在家具领域知识图谱的构建中，鉴于家具品类的广泛多样性以及各自独特的产业链特征，我们采用

了品类划分的方法，以确保对家具领域知识的全面覆盖。这一策略的制定参考了基于数据可视化技术的

家具市场分析[7]方法，并综合了杭州市家具协会专家的实际经验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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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rniture (part) 
表 1. 家具功能品类划分(部分) 

 品类 细分品类 

功能分类 

柜类 衣柜、床头柜、书柜、文件柜…… 

床类 单人床、儿童床、折叠床…… 

桌几类 沙发、椅子、凳子…… 

支架类 书架、花架、 

零部件类 旁板、隔板、顶板、脚 

 
Table 2. Furniture property category classification (part) 
表 2. 家具属性品类划分(部分) 

属性分类 

材质属性 木家具、金属家具、竹家具、软体家具、藤家具…… 

结构属性 组合家具、固定式家具、移动式家具、壁挂式家具…… 

环境属性 民用家具、办公家具、校园家具、商用家具、户外家具…… 

 
首先，运用形状分类法将家具品类初步划分为六大类，分别是柜类、床类、桌几类、坐具类、支架

类和零部件类。这一初步分类基于家具的基本形状和主要功能，为后续的详细细分提供了基础框架。 
其次，进一步采用“属性分类”和“功能分类”两种逻辑，对各个品类进行了深入的分层和详细细

分。具体而言，关注家具的功能特性、材质组成、使用场景等多个方面，以更全面地把握每个品类的关

键特征。详细的分类结果功能分类(见表 1)与属性分类(见表 2)。通过这样的精细分类逻辑，能够更准确

地捕捉各个家具品类的特殊属性，为产业链知识图谱的构建提供了详实而有力的数据基础。 
这种基于品类划分的方法不仅考虑到了家具在形状和功能上的多样性，还在细节上充分考虑了每个

家具品类的特殊属性和市场差异。这有助于更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整合家具领域的知识，为未来的研究

和决策提供更为深入的基础。 

4.2. 家具产业链结构分层规划 

通过对家具产业链的详细梳理和深入研究上游、中游和下游阶段，对各个实体进行细致的分层规划，

了解到家具产业链的结构特征和运作机制，即家具产业链的结构特征显著多元，包括原材料采购、生产

加工、设计创新以及市场销售等多个关键环节，其中各个阶段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和协同作用。原

材料的品质和供应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最终产品的制造质量，而设计创新和市场销售策略对产品在市场中

的推广和占有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深入了解家具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对于促进整个产业的协同发

展至关重要。 
在深度逻辑结构梳理和知识图谱构建的过程中，通过全面把握家具产业链的核心要素，形成一个详

尽而系统的产业知识体系，从而进行家具产业链结构分层(见表 3)。具体而言，在上游阶段，聚焦于原材

料的获取、加工和生产，通过对不同种类材料的细致分类，如木材、金属、塑料等，确保生产的基础可

靠。在中游阶段，深入研究结构、工艺、设计等实体，并将其详尽地分层规划。例如，可以通过深入探

究家具的结构设计、制造工艺和创新设计等方面知识节点，以更深入地了解家具制造的技术要素。最后，

对下游阶段的销售渠道和商品进行了详细分类，包括线上和线下渠道，以及不同家具商品的市场表现，

涉及到家具类别、价格段等因素，为市场推广提供了智能决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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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Furniture industry knowledge map structure and category planning 
表 3. 家具产业知识图谱结构与品类规划 

结构类型 结构名称 说明 

上游 材料 指生产家具产品的基本原料 

中游 

结构 家具连接构架，承担重力或外力部分的构造 

工艺 利用生产工具将各种家具原材料、半成品加工形成成品的方法与过程 

尺寸 用特定单位表示家具长度值的数字 

设计 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应用科学 

色彩 能引起人们共同审美愉悦的、最为敏感的形式要素 

肌理 改变材料原有的表面材质特征，形成一种新的表面材质特征，满足设计的多样性和经济性 

下游 
销售渠道 产品所有权转移过程中所经过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形成的通道 

商品 指为了出售而得到货币 

 
家具产业链知识图谱的构建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和智能性的优势。通过将各个环节纳入知识图谱，

我们形成了一个细致的知识网络，使得各个阶段的信息相互关联，形成有机整体。这种系统性的分层规

划和深度分析不仅使决策者更容易理解整个产业链的复杂结构，也为未来的家具产业优化和创新提供了

更为有力的支持。 

5. 基于知识图谱的家具产业链构建方法验证 

基于以上通过知识图谱技术提出的家具产业链构建方法，以家具品类中坐具为例进行产业知识智能

检索与展示验证。 

5.1. 知识采集 

在数据采集方面，通过人工与垂直搜索引擎系统相结合的方式，以行业报告、文献、书籍、网站、

专家访谈为样本进行知识本体挖掘，通过机器学习与数据清洗技术获得结构化知识本体，同时进行知识

本体深层次搜集与处理，共获得知识实体 13.7 万个。 

5.1.1. 关键词梳理 
通过提前设定的坐具关键词即按照坐具的细分品类 2 大维度与家具产业链结构分层 9 个维度，共 11

个维度，如“椅子”、“凳子”、“材质”、“工艺”等进行多源数据采集，目的是收集线上与线下多

源冗余的多模态、多形式知识数据源，同时对各种文献、知识进行阅读，并理解本体含义，然后进行知

识结构化转化，保存为统一的格式后存入数据库中。 

5.1.2. 知识抽取与融合 
在知识图谱构建过程中，进行知识结构化转化。此过程包括对从多源采集而来的知识信息进行整理

和编排，使其符合预先设计好的三元组形式。这种形式一般包含主体、谓语和宾语，也是指将实体之间

的关系、属性进行抽取，构成实体间关系、属性三元组案例(见表 4)，旨在清晰地表达知识之间的关联关

系，共提取 3 种关系定义与 96 种属性定义，即包含关系、并列关系、呼应关系、材质属性、强度属性、

性能属性等，这些共性关系与属性的定义使得知识图谱能够清晰地表达不同实体之间的关联关系，如包

含关系的共性定义即是在三元组种，首实体可以表达为一个实体作为主体，另一个实体作为宾语，通过

特定的谓语来表示包含关系，以坐具品类为例，<椅子，属于，坐具>，这样一个三元组就是通过包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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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形成的，<木材，材质，梨花木>是一个既有包含关系又有材质属性的三元组，<可加工性能，相关性能

值，好>是一个表达加工性能值的属性关联关系，这样以此类推将所有结构化知识实体进行关系与属性关

联关系的表达，形成系统化家具产业知识图谱，这样的结构化表达形式有助于后续数据库存储和知识图

谱的构建，确保了知识的一致性和可管理性，为后续的分析和应用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 
 

Table 4. Main relationships and attributes among entities (part) 
表 4. 实体间主要关系、属性(部分) 

实体 1 实体 2 三元组举例 

品类 品类 <帆布，属于，布艺> 

品类 特征 <儿童椅，相关特征，卡通> 

品类 材质 <椅子，材质，木材> 

材质 性能 <玫瑰木，相关性能，物理性能> 

性能 性能 <可加工性能，属于，物理性能> 

品类 结构 <沙发框架，相关结构，榫卯结构> 

品类 风格 <摇椅，相关风格，新中式> 

品类 定位 <懒人沙发，相关定位，客厅> 

品类 设计方法 <多功能椅，相关设计方法，可持续设计> 

色彩 品类 <蓝色，属于，软体沙发> 

品类 尺寸 <双人椅，相关尺寸，双人> 

品类 工艺 <单人凳子，相关工艺，木工工艺> 

性能 性能值 <可加工性能，相关性能值，好> 

材质 健康风险 <七叶树，相关健康风险，枝叶有毒> 

销售渠道 品类 <线下直营，相关渠道，沙发> 

5.2. 智能决策与全文检索 

本研究旨在基于知识图谱构建家具产业链，形成家具产业链知识系统，以实现对家具产业链的精准、

系统化知识获取。在此过程中，引入向量空间模型(Vector Space Model, VSM)作为智能决策系统的组成部

分，以实现对家具产业链的智能化知识检索和获取。 
首先，根据 VSM 的原理对多源知识进行向量表示，将家具产业链的各关键知识节点(如原材料、生

产加工、设计创新等)抽象为向量，令 iD 表示第 i 个实体节点， jT 表示第 j 个词项或关键节点，其中每个

维度对应于特定的词项或关键节点；其次，采用 TF-IDF (词频–逆文档频率)等权重计算方法，以准确反

映节点的重要性，文档向量 ijV 表示 iD 和 jT 的权重，可以使用词频–逆文档频率(TF-IDF)等方法计算。 

( ),ij i jV TF IDF D T= −  

用户的查询也被表示为向量，具体的表示方式与家具产业链知识图谱话语体系保持一致，使用余弦

相似度来计算智能决策的准确性，具体公式如下所示： 

( ) ,
similarity ,

·
i

i
i

Q D
Q D

Q D
=  

其中 Q 为查询向量， iD 为文档 i 的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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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VSM 的应用，实现了对家具产业链的智能化知识检索和获取，对于给定的查询，计算其与各个

文档的相似度，排序后返回相似度较高的文档，即相关的家具产业链知识节点。这一基于相似度的检索

方法不仅提高了检索效率，同时为系统准确捕捉相关知识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展示了坐具产业链

中游产业的知识节点(见图 2)，这一系统化的展示有助于家具产业用户深入了解上中下游关联知识节点，

推动了个家具产业链向智能化和系统化方向迈进。 
 

 
Figure 2. Knowledge map of furniture industry chain (seated part) 
图 2. 家具产业链知识图谱(坐具部分展示) 

6. 结语 

本文基于知识图谱技术，研究了构建家具产业链知识图谱的方法。该方法首先基于知识图谱构建技

术搭建了家具产业链知识图谱构建技术流程；其次对家具产业链结构进行分层规划与品类划分，同时引

入 VSM 空间向量模型，通过智能决策系统实现了家具产业链知识关联与系统性呈现；最后通过坐具这一

具体品类案例进行了该方法的有效性验证，并详细展示了家具产业链知识实体之间的关系与属性。在未

来研究中，可以考虑对多模态家具产业知识的获取与展示，针对各个品类知识节点进行细化和调整，从

而提高实用性，另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如何针对不同的产业用户获取个性化的知识节点，以此来提高

家具领域的产业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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